
含山凌家滩、安庆黄梅戏、宣州文房四宝……皖江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多彩，是

涵盖全省的标志性文化。但到目前为止，许多珍贵资源未得到开发，大多数还处于“沉

睡”状态。 记者 俞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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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江城市带是长三角的后花园，

有效地整合皖江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皖

江历史文化旅游，创建皖江城市带承接

文化旅游产业集中区，将进一步提升我

省文化内涵，建设文化强省的必然选

择”。

省文物局局长陈建国告诉

记者，今后将加强与皖江各地政

府和省旅游局等相关部门协作，继续关

注皖江历史文化资源保护。

“将在编制我省文化遗产保护‘十

二五’及中长期规划中，重点关注皖江

遗址公园、历史文化名城带、皖江博物

馆群、名人史迹、红色经典、非物质文化

遗产等项目的规划，加大皖江历史文化

资源的开发、整合和利用，提升皖江历

史文化资源的品位和竞争力”。

据介绍，整合皖江历史文化资源，综

合开发文化旅游项目，涉及到该区域各级

政府和相关部门。“十二五”期间，我省将

建立皖江历史文化旅游合作会商机制，正

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科学开

发的关系，实现区域文化旅游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线路互推等。

后期规划 建立皖江历史文化旅游合作会商机制

上半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14元

我省增速位列中部第二

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是多少？在中部六省

中排名如何？据国家统计局

安 徽 调 查 总 队 对 全 省 2500

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

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 7914 元，同比增加

781 元，增长 10.9%，增速在中

部六省中位列第 2。

胡龙生 记者沈娟娟

“目前皖江区有国保单位25处、省

保单位230多处、市县级保护单位千余

处，拥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38处，以

及丰富的馆藏文物。此外，还有一批国

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以及大量地方特色的非遗项目”。

省文物局副局长杨立新告诉记者，

这些历史文化资源上迄250万年前的

繁昌人字洞遗址，下经近现代，年代跨

度大、类别齐全、内涵丰富，颇具地方特

色。

据介绍，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初

步统计，该区现已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1

万处，涵盖各类古遗址、古墓葬、名人故

里和墓葬、摩崖石刻和碑刻、古建筑、古

民居、近现代建筑和革命旧址等。

“我省先后争取国家文物保护、红

色旅游、名城保护等大批资金，有效地

保护和抢救了一大批文物，许多维修后

的文物成为当地的文化新景观”。

据杨立新介绍，已经将含山凌家

滩、潜山薛家岗争取进入国家100处大

遗址保护名单并已启动。

去年底，我省积极向国家推荐申报

第七批国保169处，其中皖江区占一半

以上。“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该区还有不

少遗产在‘睡觉’”。

资源丰富 我省推荐“国保”皖江区占一半

油炸臭干、煮干丝、蟹黄汤包……

还有那路边乘凉用的竹凉床。芜湖是

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如今仍保留着许

多珍贵的历史遗存和一些传统街区。

在芜湖古城，最富有传奇色彩和文

化底蕴的当属儒林街18号的雅积楼。

“汤显祖晚年穷困潦倒落难到芜湖，被

姓李的收留住下，从而完成了《牡丹

亭》”。据了解，雅积楼在晚清毁于战

火，所有藏书也付之一炬。但现在还完

好地保存着“汤画锦堂墙脚界”石碑。

“由于年久失修，芜湖古城虽然

2008年就已经开始改造修补，但还有

许多建筑墙面斑驳陆离，门窗凋败剥

蚀，让人不免心生遗憾”。

据杨立新介绍，芜湖古城文化价值

极高，堪于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媲美。

却因为改造、宣传等不够，知名度甚低。

令人叹息 芜湖雅积楼至今仍思《牡丹亭》

芜湖雅积楼至今仍思《牡丹亭》

皖江地区不少文化遗产仍在“沉睡”
皖江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皖江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整合和利用将获重点关注整合和利用将获重点关注

从上半年城镇居民收入的四项构成

看，城镇居民的四项收入与去年同期相

比，除工资性收入比2009年同期增速略低

外，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

入增速均高于去年同期。特别是财产性

收入，上半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

入177元，同比增长30.4%。

据了解，财产性收入主要由出租房屋

收入、利息收入、保险收益等构成。数据

显示，出租房屋收入较上年人均增加近45

元，同比增长8成多，是拉动财产性收入增

长的“主力军”。

业内人士分析，国家上半年出台的楼

市调控政策让购房者观望情绪渐浓，带动

出租房屋套数、面积和价格的增长，因此，

出租房屋收入增长迅速。

一方面是城镇居民的“钱包”鼓了；另

一方面则是大手笔地向外花钱。

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为5683元，同比增加709元，增长14.3%，

增幅较去年同期提高了8.4个百分点。

在八大类消费支出中，交通和通讯支

出增长最快。上半年，城镇居民交通和通

讯支出人均731元，同比人均增加276元，

增长60.6%。“购买家用汽车支出增加较

多。”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随着越来越多的汽车开入普

通百姓家，购买家用汽车人均支出增长5.2

倍。

“最近车辆库存紧张，很多车型预订

后要两个月才能提到货。”省城某车业一

名销售顾问向记者介绍。

有关数据显示，上半年，安徽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843

元，而这样的收入水平在中部地区居第4

位，同比增长了10.9%，比全国增幅高0.7个

百分点，增速在中部六省中排列第2位。

中部六省中，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最高，为8438元；最低是山西省，

为7553元。

但是，记者了解到，在我省城镇居民

收入“大增”的同时，高低收入户之间的收

入差距却呈现出继续扩大的态势。根据全

省城镇住户调查收入分组资料，最低10%

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020 元，最高

10%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276元，高

收入户与低收入户收入之比由上年同期的

6.7倍扩大到今年的7.0倍。

收入：财产性收入“由降转升” 支出：汽车拉着消费支出“爬坡” 差距：与全国平均差1843元


